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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激江县粮食志、)编蔡成书1r。读后感到很实用。这是一

部全向系统儿集敞江粮食J二作的历史资料、反映发展规律，

服务现实的一部好志书。

“潋江县粮食志》是叙述潋江粮食征购、供应、调运、

保管、加工等历史发展和现状的专业志，是编纂潋江社会丰

义新县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。希望内部发行后，能引起全

县各系统，各行业领导和同志的重视，继续努力编写好各个专

·眦志，从各个，_：f、同的侧面、不同的战线和行业全面翔实地记

叙其历史发展及现状；以资达到资治、教化、存史的目的。

《潋江县粮食志》编写组的同志们：在激江县志办公室

!门指导和帮助卜。共同努力．以马克思主义、毛撵东思想≯』

指导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坚持“详今略古，实事求是，反

映历史，体现规律"的编写原则。全面系统地叙述了潋江粮

食工作三十六年来的发展和变革实绩。它具有思想性、科学

性和资料性相统一的优点。全书资料翔实，内答丰富，记叙

全面，条理清楚，文字简明易懂，确实是部为四化建设服务

的叟子志书。
’

在付印之际，我很高兴地为本书写这篇小序。

潋江县人民政府县长 候成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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’《潋江县粮食志》经过多方的努力，现已编纂成书，这

是激江县粮食部门值得庆贺的一件大喜事。

“国以民为本”，“民以食为天”、，粮食，自古以来就

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生活资料，也是国计民生

所不可缺少的特殊商品。陈云同志说： “十亿人口吃饭穿衣．

是我国一大经跻问题，也是一大政治问题。无粮则乱⋯⋯”，

又所谓： “手里有粮，心里不慌，脚踏实地，喜气洋洋”。

这些论述都充分说明了粮食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所占据的重要

地位。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，都将粮食作为治国之本，但

他们只顾繁征苛收，封建土地所有制对农民的重租剥削，自

然灾害的影响，一年劳动所剩下无几，农民处于半年糠菜半

年粮的饥境，百姓生计却无人问津。即使有轻役薄赋，赈济

灾荒之事，也多是出于粉饰官场，掩人耳目而已。新中国建

立以后，党和政府对粮食油料的生产极为重视，充分发挥

激江的自然优势，采取了很多具体措施，有计划地增加农业

投资，大力兴修农田水利，并在科学技术，农药化肥，农机、农

具等方面给予了支持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农村经济

改革，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，贯彻执行党中央有关农业税合

理负担和粮食统购统销，合同定购粮等征购改革，极大地调

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，从而促进了粮食、油料生产的大发

展，产量大幅度提高。曾被誊为“滇中粮仓”和云南省商品

粮基地县、全县粮食、油料的持续增长，使产销基本平衡，

粮价稳定，人民丰衣足食，同时也促进了粮油的加工。仓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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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运事业的蓬勃发展，为全县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不可代替

的重大作用。 ．

我国历史上盛世修志之说t编史修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

光荣传统。潋江历史上虽有一些记载粮食事业的片断之卷

书，但其内容多为记述官府的财源和田赋、税役之类·广大

劳动人民的生产劳动．!．经济生活等的活动概无记载曼如今在

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所制

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，可以说是欣逢盛世，各类志书风

起云涌，犹如百花争艳、雨后春笋-为补史书之缺，纠正史

书记述之谬，我们局领导研究决定，编写一本反映激江特点，

翔实记述激江的粮食生产、分配、征购，销售、粮油加工、

仓储调运等、全面记叙粮油事业发展全过程的新志书。局里

成立了修志领导小组，抽调专人组成工作班子，开展志书编

写工作，保正了整个编写工作的顺利完成。

《潋江县粮食志》成书之后，将为领导和广大读者了解

墩江的粮油史，研究本县的社会经济工作，特另lJ是粮食油料

事业的发展，提供较翔实准确的资料，也为撒江进一步开展

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。为此、在

出书之际，我高兴地为《激江县粮食志))撰写这篇小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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激江县粮食局局长 张自亮

一九八七年三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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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 述

潋江县，西汉元封二年(公元前286年)为俞元县，唐

南诏时改称河阳郡，元十三年(公元1276年)升为潋江路，

明洪武十五年(公元1382年)改路为府。清沿明制，民国二

年(公元1913年)废府改为县，直属云南省。建国后仍称激

江县，属玉溪地区至今。

激江地处滇中，东含南盘江与宜良、路南接界，南跨抚

仙湖与江川、华宁为邻，西与晋宁、呈贡两县接壤，北距昆

明60公里，含阳宗海与宜良毗连，全县幅员面积755平方公

里。1986年末，全县设5个区，1个县辖镇，34个乡和两个

区辖镇，共27983户，126456人。总耕地面积121635亩，粮

食作物播种面积158913亩。

潋江自然环境优美，气候温和，雨量充沛，土壤肥沃，

物产丰富，素有“鱼米之乡”之美称。 ～

由于历代封建社会制度的统治和剥削，自然灾害的侵袭，

抑制了生产力的发展，建国前的水稻平均单产仅五、六百斤，

广大农民饱受苛捐杂税和权贵地富的压榨，屡遭粮价剧涨，

借贷无门，终年劳累，得不到温饱，常以瓜菜杂粮度日。

潋江历史上的田赋役税，明、清时期一律按田亩稽征银

元。民国二十一年(公元1932年)潋江清丈田地，丈量后全

县田地为133273亩，比原有的61000亩增加了72273亩，全

按新亩积分三等九则计征田赋税。民国三十年(公元1941年)
又将原征收银元、新币改为征收实物，而且其他附课杂捐税

目繁多，逐步倍增，使全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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